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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人物周末人物

选择，就无悔

对于矿山的艰苦环境，早有心理准备，但面
对眼前的场景还是惊呆了。

2010 年 7 月 25 日，史萌萌坐着拉矿车一路颠簸 10 多
个小时，来到金滩公司采矿车间。“和我一起来的还有几大
桶水和几捆蔬菜。对于矿山的艰苦环境，早有心理准备，
但面对眼前的场景还是惊呆了。”史萌萌坦言，他永远不会
忘记这一天。

金滩公司采矿车间位于距离鄯善县城近 200 公里的
罗布泊北缘大漠，自然环境与气候条件极端，被当地人称
为“天上没有鸟、地上不长草、戈壁少人烟，风吹石头跑”的
生命临界区。

“过去来矿上的工人一批接一批，看到这样的环境都
被吓跑了。”史萌萌告诉记者，“一到 11 月份，矿山就冷得
不得了，为了少上厕所，我都不敢多吃饭。”提起初来乍到
时候的窘事，他羞涩一笑。

史萌萌最初就住在土堆成的地窝子里，夜晚漫天卷起的
黄沙敲打着窗户也敲打着他的心。“大部分同学毕业后都留
在了大城市工作，自己的未来真的要和这莽莽苍苍的万里黄
滩为伴了吗？”面对茫茫戈壁，他心中充满了迷茫。

幸运的是，在头 3 个月的实习期里，史萌萌遇到了他
的恩师——金滩公司副总经理兼采矿车间主任李小兵。

“在一次施工作业中，装载机械难以进入作业面，面对
重达数百公斤重的工字钢，师傅第一个冲在前面，领导都
身先士卒，我更不能退缩了。”史萌萌难掩对师傅的敬佩之
情。“还有一次，我和师傅对一片矿石的开采性进行了激烈
的争论。为让我有更深刻的认识，师傅专门把矿石取样带
回化验，最后我输得心服口服。”

师傅 20 多年来默默坚守在这个戈壁荒滩的矿山，从
采矿业务到人生见地，都在潜移默化地感染着史萌萌。“身
为新疆戈壁男儿，既然两年前选择了采矿专业，当然要勇
往直前了！”2010年底，史萌萌决定留下来。

但是，他的这个抉择，意味着一年只能回一次家，不仅
父母又多了份牵挂，女朋友也因此离他而去。那一天，史
萌萌哭了，“这可能就是成长的代价吧！”说到这，史萌萌低
下了头。

重担，是动力

学习知识、掌握本领哪有那么轻松呀！

史萌萌是个求知欲很强的年轻人，工作中不断地和矿
石“较真儿”。他每天紧紧跟随师傅学习，不断地提出“为
什么”。李小兵至今都记得，当初是如何耐着性子一遍遍

给史萌萌解释“8号天井为什么要这样搭建”。
史萌萌不怕吃苦的劲头也在矿山上出了名。“测量缺

人，他就去帮忙，地质缺人，他也跑过去。一般都要跑六七
个中段，爬三四个 40 米高的天井，去两三个采场，相当于
每天在阴冷的井下走七八公里的路。”最熟悉他的师傅也
很心疼这个小徒弟。但史萌萌说他一点也不辛苦，“学习
知识、掌握本领哪有那么轻松呀！”

时间长了，他倒是成为采矿、地质、测量的“多面手”，
综合素质和基层管理能力逐步培养起来。2011 年 5 月
初，金滩公司采矿车间主持工作的两位领导李小兵和张
连军因公外出，史萌萌被委以重任，在大半个月里，全面
主管采矿车间生产和管理业务，保证了矿山 10 多天采矿
平稳进行。

初生牛犊不怕虎，2011 年 6 月，史萌萌参加了金滩公
司采矿车间主任助理的竞聘，成为竞聘中唯一脱稿演讲的
竞聘工人。“在那次演讲中，我说作为采矿车间年轻工人的
代表，‘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将是我奋斗目标。”

那一次，他遗憾地以一分之差落选，但这着实让这个
矿山“小牛犊”信心倍增。2012年 5月，史萌萌在第二次公
司竞聘中被破格提拔，正式成为采矿车间主任助理。

团结，有力量

我们是一支顽强、团结的队伍，我只是一个
代表。

上午下井排查安全隐患、进行矿石勘探画线，下午参
与矿山内业管理已经成为史萌萌最新工作内容。吃完晚
饭，史萌萌就回到宿舍学习。今年 3 月份，只有 23 岁的史
萌萌被再次破格提拔为金滩公司采矿车间副主任。“当上
官”的史萌萌，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在金滩公司采矿车间的 28 位员工中，史萌萌是年龄
最小的那几个，新职位还没坐热，他就遇到了麻烦。在一
次小规模井下拉线作业中，需要 4 个人完成的工作量被他
安排了 16 个人。“我本来以为把工作平均开来，一人做一
点，大家不会有怨言。没想到，这次作业的效率被极大拉
低，同事们也不满意。”至今他仍懊恼不已。

意识到自己在管理方面的欠缺，去年年底，史萌萌报
名参加了新疆电大的行政管理专业的学习。在后来的任
务安排中，他从管理理论中吸取“养分”，实行分组管理队
伍，并从每个小组中选出小组长，全面负责该组任务。“这
就避免了能干的总在干重活，能力欠缺的使不上力的尴尬
局面。”在谈起管理方式时，史萌萌颇有心得。他还推广了
任务平均制和人员平均制，“质”和“量”都有了保障。

中国黄金集团新疆金滩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梅群力
这样评价史萌萌：“能干，会干，肯干！史萌萌不仅是年轻
工人的榜样，也是鞭策老员工的动力。”

史萌萌说，“自己身后的中国黄金公司精神，才是激励

自己不断进取的动力，矿山的小伙伴们人人都有故事，个
个都是榜样。我们是一只顽强、团结的队伍，我只是一个
代表”。

3 年来，史萌萌在平凡的岗位上为中国的黄金事业贡
献自己的微薄之力。茫茫戈壁见证了一个“90 后”的成
长，一个青葱少年到铮铮硬汉的蜕变。

在被问到接下来的规划时，史萌萌说，还得不断夯实
业务，成为像师傅李小兵那样的矿山带头人。

“还有其他愿望吗？”记者问。
“愿望？还有一个⋯⋯”23 岁的史萌萌羞涩地笑了，

“就是能找到一个心里能容得下‘大漠’的女朋友，我还答
应爷爷，今年过年领着女朋友回家呢！”

我是河南上蔡县黄埠镇北周庄一个地地
道道的农民。2000 年高中毕业后，我回家耕
种自己的责任田，农闲时在附近镇上做些小
生意。我们这里以种植小麦、玉米为主，村里
的人一年忙下来也落不下几个钱。我那时和
一些村干部讨论，乡亲们收入低的原因是土
地产值太低，如果我们每亩地的纯收入能超
过 5000元，生活便会得到很大改善。

从那时起，我想，要找到一个好项目，改
变传统的种植模式，让每亩地的收入都能保
持在 5000元。

为了这个目标，我走上了创业路。2001
年，我到郑州考察项目，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了
驻马店市下岗工人加工丝瓜鞋垫产品供不应
求的消息。我想这个项目既能调整农业种植
结构，又能增加农民收入，是带领乡亲们共同
致富的好路子。在赶回驻马店了解情况后，
我把自己攒下的１０万元积蓄全部投入丝瓜
种植上。据初步估算，一亩地结 5000 个干
丝瓜，每个１元，也能收入 5000 元，如果能
试验成功，肯定会有不错的收益。随后，我通
过咨询专家，拜访种植户，搞市场调查，选定
湖北的“白玉霜”丝瓜和江苏高邮的“棒丝瓜”
作为试种品种。

2001 年春天，我的丝瓜育苗成功，长到
２米长开始结瓜，当时我高兴极了，似乎看到
了那每亩 5000元的希望。

我怀揣梦想，在丝瓜田中辛苦耕作了两
年，但生产的丝瓜鞋垫却始终打不开市场销
路，并且这期间还遇到了一场百年不遇的龙
卷风。种丝瓜的第三年，我把家里 10 多万元
的积蓄都折腾光了，可卖丝瓜鞋垫的钱加起
来还不到 1 万元。面对生意的失败、家人的
埋怨、外人的议论，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
者，心里苦闷极了。但我知道，我决不能放
弃。“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不能出尔反
尔，既然选择了，就要勇敢地做下去。”我当时
这样暗自鼓励自己。

天无绝人之路。2003 年的一天，我发现
在两个品种丝瓜地的交接处，有几个特别扎
眼的丝瓜，其中一个长到 1.6 米，而且这几棵
丝瓜秧上的丝瓜都没有遭到病虫害。通过查
资料得知，这是品种杂交出现的变异现象，是
千分之一的几率。我如获至宝，每天晚上睡
到那几棵丝瓜下，终于把那几棵变异的丝瓜
种子保存下来，并取名“巨型一号”。

当年，在全国东西合作会上，我的巨型丝
瓜 卖 到 60 元 一 个 ，种 子 卖 到 10 元 一 粒 。
2004 年，我的 100 亩丝瓜虽遭受冰雹袭击减
产 70％，但平均每亩收益达 3000 元，我的丝
瓜络也远销浙江。就这样，我赚到了丝瓜种
植的第一桶金。

这一年，我通过一位老中医了解到丝瓜
水具有治疗气管炎的功效，后来又从《本草纲
目》上查到丝瓜水还有抗皱美白的功效。从
那以后，我开始收集丝瓜水销售。

我使用独特的萃取方法，将天然丝瓜水
的保质期延长至 3 年，破解了保鲜的问题。
但用传统的营销模式，拿着自己的产品出去
推销，却四处碰壁。

当时正值网络销售发展初期，我带着一
台旧电脑，独自一人来到驻马店，租了一间房
子开始了网商之路。当时，网速慢、网民少、
业务更少，一个月能有几百元的收入已经是
很不错的业绩了，我咬牙坚持了 2 年多。“山
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的网上
销售终于有了回报，广东惠州一家进出口公
司买走了我积压的全部丝瓜络，丝瓜水美容
效果也慢慢得到大家的肯定。

2006年 5月 31日，一位网易女人频道的
主持人，经过朋友推荐使用了我的产品感到
效果不错，写了一篇试用报告，在网易论坛中
发表。没想到，“巨型一号”丝瓜水由此一举
打开销路，成为网络美容品牌。记得当时我
动员我媳妇、我爸、我妈都来帮我往外发货，
最后忙不过来，还雇了 3 个人专门跑快件公
司，几年积压的货一下销售一空。

美梦成真，丝瓜我终于种出了名堂。我
注册了自己的公司，采用“公司+基地+农户”
的路子，已带动全镇 1000 多户农民种植丝
瓜 3000 亩。跟着我种丝瓜的乡亲们，收入
都提高了一大截。

我还在汝南县建立了 40 亩高产巨型丝
瓜育种基地，以及保健用丝瓜水、丝瓜鞋垫生
产线，已安排了 80 多名返乡农民工就业。前
不久，我又新上了一套丝瓜水全自动无菌灌
装生产线，通过提升品质、改进包装，好产品
招来了回头客，现在每年能销售几十万瓶。
我还研发了丝瓜系列美容产品，制作成女性
使用的护肤品。现在，我们公司年利润达
4000多万元。

我当初的梦想实现了，但丝瓜和我的创
业梦还没结束。我相信，这条路上还有更美
丽的风景。

一 个 青 年 ，27 位 伙 伴 ，一 望 无 际 的 戈 壁

滩，万里黄沙，多年来默默地守护着一座矿

山。深井勘探、测量、采矿，危险而又枯燥的工

作填满了史萌萌最灿烂的年华。这其中究竟

有多大的力量，我一直在询问，一路在思考。

来到矿山，看到刚从矿井中上来灰头土脸

但又不敢直视我们的工人们时，听到 20 年坚守

在矿山的化验员钱直奎的故事时，了解到朴实

的金滩人为员工家属疗病积极捐款的情景时，

泪水在我眼眶里打转。我似乎明白了史萌萌选

择留下来的动力，也明白了史萌萌所说的团队

力量。

史萌萌，这个坚守在国家采金第一线的小

伙儿，他并没有感天动地的故事，唯有与戈壁荒

滩的厮守。在这里，史萌萌正在实现着他自己

的梦，他的“中国梦”。

“一条大路通沙漠，沙漠里面矿山多，我家

就在矿上住，听惯了戈壁的风吼，看惯了漫天的

黄尘⋯⋯”这是经老钱改编，史萌萌和他的坑口

矿山工人们最拿手的歌。他们都知道，这条大

路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为史萌萌这样的年轻一代一线工人铺起

沙漠大道的，是无数兢兢业业多年坚守在开

采一线的黄金人。即

使 经 历 再 多 风 沙 洗

礼，他们每一个都如

同黄金一样，闪闪发

光。

我是山东商河人，以前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自
2008 年成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商河鼓子秧歌的传
承人，我就坚定了一种信念，在有生之年，一定将商河鼓子
秧歌发展壮大，让这一传统文化永远流传下去。

商河县百姓称鼓子秧歌为“跑十五”、“闹秧歌”，每年
农历正月初七后的 10 天内，是秧歌队集中活动演出的日
子，元宵节夜晚，“闹秧歌”达到高潮。我从小就爱好这个，
常常跟着村里的大人跑秧歌。特别是 1955年 3月，商河鼓
子秧歌队代表山东省到北京参加全国群众业余音乐舞蹈
观摩演出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演员们那雄健的舞
姿深深打动了我，特别是打“头伞”的韩振玉老师那潇洒飘
逸、孔武雄健的舞姿，征服了那时还是一个少年的我。10
岁时，我如愿以偿，拜韩振玉为师，主攻领伞舞的技法。

1980 年 6 月，我迎来了一生中最为重要、最为辉煌的
时刻。那就是和 11 名同乡一起，代表山东省赴北京参加

“全国农民业余艺术表演”，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这一次
我是领队。此次比赛，商河鼓子秧歌队获得了最佳优秀
奖，受到了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后又参与了
艺术纪录片《泥土芬芳》的拍摄。

近 50 年来，我共参加各种形式的演出 600 余场，多次
参加省、市及全国的民间艺术大赛，并屡获大奖。经过多
年的学习与表演实践，我继承了插伞派的技法，而且掌握
了举伞派、扛伞派等不同流派的表演技能和传授方法。

正因为此，我连续两次被邀请到北京舞蹈学院授课，
为舞蹈系的学生们分别做了为期半个月的讲师，包括鼓子
秧歌的历史、角色、道具，以及舞蹈编排。

身为鼓子秧歌国家级传承人，我深知发掘和保护这一
民间文化瑰宝的重要性。不过，现实中一些“短板”让我内
心还是有一丝难过。虽然全县900多个自然村几乎村村都
有秧歌队，群众基础比较广泛，但也面临着艺人年龄偏大、
年轻艺人多外出打工、鼓子秧歌队伍后继乏人的危险。

于是，我多次向县里反映商河鼓子秧歌的现实情况，
为了更好地将秧歌传承下去，县里决定开展秧歌进校园活
动，让秧歌成为学校的选修课程。与此同时，我主动请缨，
课余活动亲自上阵教孩子们跳秧歌。除此之外，不少学校
还将课间操换成了秧歌舞，我参与编写了课间秧歌操的教
材，深受孩子们的喜爱。

我的努力换来了丰硕的回报，县第一实验小学少年鼓
子秧歌队在参加山东省地方文艺大赛中荣获广场舞专场
比赛第一名，两次赴京演出并登上首届央视少儿春晚舞
台；殷巷镇帽杨小学少年鼓子秧歌参加央视“舞蹈·世界”
栏目演出，赢得广泛好评；韩庙乡站南村少儿鼓子秧歌也
多次参加全国性比赛并屡获佳绩⋯⋯。现如今，我们能登
台参加演出的少年秧歌队伍已组建了 14支。

我在这帮孩子们身上看到了商河鼓子秧歌的希望，
现在我最初的担心已经不存在，反而更加热爱这项工
作。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我有生之年，让这一艺术
瑰宝散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我对实现这一愿望充满了
信心。

史萌萌，1990 年 7 月出生在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地区鄯善县

的一个教师家庭。史萌萌从小就喜

欢玩石头，五颜六色的石头填补了

这个“90后”童年的大部分时光。

2008 年，高中毕业的史萌萌报

考东北大学采矿专业委培生，2010

年 7 月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黄金

集团新疆金滩矿业有限公司从事采

矿技术工作。从最初的彷徨、孤独

到后来逐步上手，再到如今挑起采

矿车间管理担子，3 年里，史萌萌从

一个毛头小伙成长为新时代采金人

的优秀代表——

做个大漠里的铁汉子做个大漠里的铁汉子
□ 孙孙 璇璇

把秧歌一代代传下去
□ 杨克胜口述 管 斌 张 鸣整理

丝瓜水

美了我的致富梦
□ 周巍峰周巍峰口述 王王 伟伟整理

与荒滩厮守

□ 孙 璇

从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到一名传统文化的传

承人，我担负着让商河鼓子秧歌的精髓传给后人的

责任，使命光荣而又艰巨。

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不

能出尔反尔，既然选择了，就要勇敢

地做下去。


